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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背景下敦煌旅游形象的构建和提升 
研究——以敦煌非遗艺术为依托

鲁建依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中国·浙江 杭州 311599

摘要：敦煌，别名阳关，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着丰富的历

史文化遗产。论文以敦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在融媒体的时代背景下，针对敦煌旅游

的现状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思考敦煌非遗艺术在敦煌旅游形象构建和提升中的作用，

最后提出敦煌旅游形象的构建和提升策略。本文的研究内容为在信息技术不断更迭、媒体不断融

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分析敦煌旅游业的现状，剖析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和挑战。在对敦煌非遗的

研究基础上，探讨敦煌非遗艺术对敦煌旅游业发展的意义。在融媒体的时代背景下，思考敦煌如

何依托非遗艺术实现旅游形象的提升，并且提出相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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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世界上有许多城市，在某个历史节点上兴

起而后繁盛，但随着发展重心的转移和时代主

旋律的改变，它们又逐渐地落寞下去；敦煌就

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城市，因古丝绸之

路而兴盛，又因时代的发展而沉寂。即便如此，

许多人还是会想去敦煌看一看，因为敦煌所具

有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让人们不得不重视

它；尤其是敦煌的非遗艺术，是中华文化中的

代表性文化之一，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极大

的影响力。而旅游形象是旅游者对旅游接待地

的总体印象，敦煌依托非遗艺术能够使自身的

旅游形象实现一个很大的提升。因此，我们需

要以敦煌非遗艺术为依托，借助媒介平台，将

敦煌悠久且灿烂的历史文化，融入它自身的旅

游形象中展现给大众。

1 融媒体背景下敦煌旅游的现状

融媒体是以互联网为载体，将各类型媒体在

人力、内容、宣传等方面进行全面整合。媒体融

合的时代背景下，敦煌利用融媒体平台进行宣传，

不仅能够向游客全方位地展示敦煌的城市风貌吸

引大众的目光，还能让敦煌的非遗艺术被更多人

看见。在互联网的加持下，敦煌的旅游资源得到

了广泛的宣传和推广，敦煌的旅游业呈现向好的

态势，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参观。

在国内的旅游市场中，敦煌是较为热门的

一座城市，可人们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会考

量的因素较多；加之获取信息的手段逐渐增多，

越来越多的旅游目的地开始进入游客的视野，

所以当性价比更高的旅游目的地出现时，敦煌

不一定会被很坚定地选择，这使得敦煌旅游业

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为了吸引游客的目光，各大旅游地都会竞

相宣传自己，这时候就会出现恶性竞争，“别

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论这种宣传是否有效，

是否符合自身的情况，就是漫无目的地跟在别

人后面，这时就会出现信息过载。

当有关敦煌的旅游信息大量涌现时，信息

过载与有效传播之间的矛盾就会突显出来；人

们很容易就会产生信息疲劳，游客在筛选有效

信息时会遇到很多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旅游信息的有效传播。

敦煌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发展的同

时，还必须平衡好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这一

问题。随着融媒体技术的发展，敦煌旅游业快

速发展，但也给资源保护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如何在保护资源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是需

要被关注的问题，发展和资源保护的关系也是

需要被思考和重视的。

除此之外，敦煌要想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

力，就不免地要为外国游客提供服务，这时候

跨文化沟通对敦煌而言就是一个挑战，因为不

同文化背景的游客对旅游体验的需求和认知存

在差异。这就需要敦煌旅游业在发展的过程中

充分考虑到这一因素，以创造更加个性化的旅

游体验为努力目标，为广大游客提供良好的服

务体验。

2 敦煌非遗艺术在敦煌旅游发展中

非遗艺术是一种文化遗产，是在特定的历

史背景下产生的。敦煌的非遗艺术是经过历史

的沉淀和时间的打磨后形成的，具有独特性和

不可复制性，还映射着一个时期、一方水土的

文化发展。许多在敦煌落寞之后兴起的城市，

虽有一定的知名度，却并不具备如敦煌这般深

厚的文化内涵，更别提非遗艺术了。

2.1 传播敦煌非遗的重要性

敦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敦煌曲子、敦

煌舞蹈、敦煌剪纸等，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

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历史、

文化和艺术价值。通过传播和推广敦煌非遗，

可以使更多人了解和认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

产，从而增强保护和传承这些文化遗产的意识。

敦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敦煌旅游业中吸

引游客的重要资源，通过传播和推广敦煌非遗，

可以提升敦煌的旅游品牌形象，吸引更多游客

前来观光旅游，使更多人了解和认识自己民族

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

归属感。

2.2 借助非遗的敦煌旅游形象构建

今天对明天来说就是历史，在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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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物很少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反而是“非

物质”的东西，它们会以各种形式传承千年。

敦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距今已有上

千年的历史，敦煌的繁盛也被永远停留在了过

去，但我们依稀能从非遗中瞥见它曾经的灿烂

和样貌。

敦煌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交汇处，

多民族文化碰撞在这里发生，因此敦煌的非遗

项目类别众多，涵盖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

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美术、传统医药和

民俗等，这些非遗项目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从旅游发展的角度出发，这些独特的非遗

艺术也促成了敦煌自成一派的旅游。从非遗的

角度看敦煌，可以看到敦煌文化的多样性。敦

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敦煌城市记忆的

重要组成部分，锻造成了敦煌的文化烙印。

在新时代的文化背景下，敦煌的非遗项目

得以发扬光大，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在

保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元素和创

意，成为了具有市场潜力和文化价值的文创产

品。这些创新不仅为非遗项目注入了新的生命

力，也为敦煌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3 敦煌旅游形象的构建和提升策略

一提起敦煌，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独

具特色的西域风情”这些较为空泛的印象。“敦

煌的异域风情体现在何处、它本身又具有哪些

特色？”这些是人们所不熟知的，敦煌也曾努

力宣传自己，想把不一样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可却并不成功，愿意主动去关注和了解的人并

不多。处在融媒体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如

何进一步打造敦煌旅游形象、提升敦煌旅游形

象的有效传播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3.1 巧妙运用短视频来推广

自媒体短视频已深度融入百姓的生活中。

随着自媒体平台的发展，人们不仅能够快速高

效地获取信息，而且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大众对于快速且精悍的消

息更加易接受，因此在构建和提升敦煌的旅游

形象时我们必须把握住这一现状。

都说互联网的更新换代速度很快，要是稍

不留神就会被淘汰；可当致力于传承非遗的网

红博主李子柒时隔三年再次回归互联网时，在

网上掀起了一波浪潮，大家愿意再次把目光聚

焦到李子柒的身上，尤其是年轻群体对李子柒

的回归很是关注；往更深层次去向，大家其实

不是想看李子柒这个人，而是乐于去看李子柒

的分享和她所做的事。

可见，在时代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许

多人并不会不待见非遗，反而是十分热衷于去

走近它。

因此，敦煌也可以打“非遗”的牌，利用

好自身的这一优势。借助自媒体平台推出一系

列非遗专题的视频，邀请非遗传承人出镜，全

方位展示自身的非遗故事。这不仅能从多角度

展现出敦煌之美，还可以促进敦煌非遗的有效

传播，实现敦煌非遗和敦煌旅游的有机融合。

3.2 独具特色视听作品的打造

视听作品包括影视作品、综艺节目、纪录

片等，相较于文字，人们往往更倾向于从一部

视听作品中了解和走近一个地方。敦煌本身就

是一座很有故事的城，中华文化千余年来，存

留的奇迹就在这里；因此，好的视听作品不仅

能够提升敦煌的旅游形象，还能够扩大敦煌文

化的影响力。

想要使敦煌的旅游形象有很大的提升，需

要打造独具特色的视听作品。敦煌是一座不缺

乏故事的城市，这片沉寂的圣地有太多的故事

和传说了，许多人向往敦煌，是喜欢它的神秘，

而敦煌的神秘大部分都藏在这些故事里。因此，

可以以敦煌的故事或者传说为基础进行创作，

充分利用好这些宣传物料。

而且《逃出大英博物馆》的成功，也让我

们看到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它的创作思路也

值得借鉴，该部作品把玉壶“人形化”，赋予

了它说话的权利，让人们真的听到了它的委屈，

从而产生情感共鸣。在打造与敦煌有关的视听

作品时，同样可以这样做，赋予一个东西以生

命的意义，把它的遭遇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来；

还可以以非遗为创作背景，通过故事把它们的

发展历程串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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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智慧化平台的运用

目前大多数景区都有建立数字化平台的意

识，但形式都很单一，长篇大论地介绍着景区

的历史或者特色，再加上几张图片而已，这种

单方面的“输出”，并不具有互动性。为了使

大众能够进一步走近敦煌、真切地感受到敦煌

的文化氛围，可以开发一个有关敦煌的微信小

程序，里面包括答题抽奖、小游戏等。

敦煌的非遗艺术是敦煌拥有深厚文化底蕴

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非遗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可忽视，需要

有以此为主题的特色版块，通过 AR 技术把舞

蹈、器乐、戏曲等“放置”在浏览者眼前，使

浏览者能够进一步感受到敦煌非遗的魅力。

3.4 旅游营销方式的创新

敦煌的旅游形象在大多数人心中已经有了

一个雏形，但这雏形却不足以让其中大多数人

有去敦煌的冲动，因此为了能够提升敦煌的旅

游形象和市场竞争力，需要创新敦煌的旅游营

销方式，可以进行数字化营销、合作营销、口

碑营销等，最重要的是要进行文化体验营销。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优势，身处大西北的

敦煌在一些设施上可能比不过发达地区，但敦

煌的优势在于他深厚的文化底蕴，他本身所具

有的软实力是其他地区所不曾拥有、更是不可

能拥有的，因此在敦煌需要打文化牌，才能在

旅游市场中脱颖而出。

建议以敦煌丰富的历史文化为主，以敦煌

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辅，设计各种文化体验活动，

如“敦煌壁画临摹大赛”“敦煌歌舞体验大会”

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游客能够深入了解

到敦煌的文化内涵，离开后也会时常回想起。

4 结语

敦煌位于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东西

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时代在不断更迭，大

众的偏好也在不断变化，敦煌需要打造一个既

贴合当代人喜好又能保持一段较长时期稳固的

旅游形象。敦煌的非遗艺术富含历史的沉淀，

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因此敦煌

想要构建和提升自身的旅游形象必须利用好这

一优势。在媒体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发挥

互联网的作用，利用新兴技术，打造更立体的

敦煌。

【参考文献】

〔1〕 潘茜.新媒体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策略探究

[J].新闻研究导刊,2021,12(24):238-240.

〔2〕 李玮.跨媒体·全媒体·融媒体——媒体融合相关概

念变迁与实践演进[J].新闻与写作,2017(6):38-40.

〔3〕 段渊.秦川地域文化纪录片中敦煌文化的形象建构

[J].视听,2021(6):139-140.

〔4〕 徐嘉,时倩倩,金鑫.网络综艺娱乐节目中丝路文化

的活化传播研究——兼论《登场了！敦煌》的传播内

涵[J].视听,2021(9):4-6.

〔5〕 陈拴.新媒体助力非遗文化传播与传承的路径[J].

参花(上),2023(8):40-42.


